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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21日，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
邀请多部门负责人深入解读《山西省落实〈空气
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实施方案》（以下简称

《实施方案》）。该方案由山西省政府制定，是
“十四五”后两年我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重要
指导性文件。

《实施方案》对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全省大
气污染防治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提出了 10方
面重点任务，并根据区域污染特点和空气质量
改善需求，对汾河谷地、太原盆地等结构性污染
较重、空气质量较差的区域提出更为严格的管
控措施。

这 10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深入推进产业结
构优化调整，严格高能耗、高排放项目准入，大
力培育绿色环保产业。深入推进能源结构优化
调整，提高新能源和清洁能源消费比重。深入
推进交通结构优化调整，提高货物铁路运输比
例。全面加强面源污染治理，深化扬尘污染综
合治理。强化多污染物协同减排，加快重点行
业污染深度治理。推动省会太原空气质量提
升，加强太原盆地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完善大
气环境管理体系。加强环境监管能力建设。完
善配套支持政策，压实各方治污责任等。

省生态环境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为落实好
《实施方案》，该厅将充分发挥省生态环境保护
委员会办公室作用，加强统筹协调，定期调度评
估，会同有关厅局从四个方面推动各项工作任
务落地落实。

加强组织领导。坚持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
责和一岗双责，地方党政主要负责人要以身作
则、率先垂范，认真履行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
环境保护第一责任人职责。各相关部门要全面
落实相应领域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及时出台配
套政策，指导做好各自领域相关工作。

严格考核督察。加大重点市、县大气污染
防治任务目标完成情况在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
考核中的权重，对超额完成目标的地区给予激
励，对未完成目标的地区，从资金分配、项目审
批、荣誉表彰、责任追究等方面实施惩戒，发挥
好考核“指挥棒”作用。对大气环境问题突出的
市县，视情组织开展专项督察或约谈。

精准科学管控。完善空气质量监测网络体
系，扩大工业污染源自动监控覆盖面，全面提升
污染精准溯源能力，快速消除污染高值热点。
充分利用在线监控、走航监测、无人机、卫星遥
感等技术手段，提升非现场监管能力，严厉打击
违法排污。完善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机制，科
学合理制定差异化管控措施，提高重污染天气
应对精准性、实效性。

强化联防联控。建立汾河谷地大气污染联
防联控机制，开展交叉执法，实施应急联动，做
到统一步调，协同减排，凝聚合力。聚焦太原盆
地联防联控，完善太原及周边重点区域省市联
管联建联防机制，助力省会太原空气质量提
升。同时，开展大同盆地、忻定盆地、上党盆地
等重点区域联防联控，以重点区域空气质量加
速改善带动全省空气质量整体提升。

近年来，我省交通运输行业积极
响应国家环保政策要求，全面践行绿
色发展理念，在交通运输绿色转型发
展和空气质量改善方面取得显著成
效。目前，全省高速公路已建成充电
桩 890台，实现服务区充电设施全覆
盖；建成加气站 21座，其中 10座已投
入运营。

近年来，我省运输装备清洁化水
平大幅提升。多部门协同推进，加快
淘汰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营运类柴
油货车。2019 年至 2021 年，共淘汰
注销 152836 辆，完成率达 110.67%。
同时，城市客运领域新能源汽车持续

推广。到 2023年底，城市公交车中，
新能源车 1.46 万辆、占比 95.65%；巡
游出租车中，新能源车 2.69 万辆、占
比 64.62%，两个占比均在全国排名
前列。

交 通 运 输 与 能 源 发 展 协 同 推
进。公路沿线充电、加气等基础设施
建设持续加快，目前，全省高速公路
已建成充电桩 890台，实现服务区充
电设施全覆盖；建成加气站 21座，其
中 10 座已投入运营。同时，高速公
路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建设也在稳
步推进。截至 2023 年底，累计建设
分布式光伏发电 201.32兆瓦，累计发

电 10948.14万千瓦时，相当于减少二
氧化碳排放 10.86万吨。

下一步，我省将大力推进大宗货
物“公转铁”“散改集”，进一步提升铁
路运输比例，加快交通物流网络建
设，完善高速公路网络，培育多式联
运物流枢纽，提升多式联运一体化服
务水平。同时，加快推进交通结构绿
色转型，加大对公路沿线充电桩、加
气站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大力推广新
能源运输工具，发展绿色配送，持续
推进空气质量改善。

（武佳 薛建英）
据《山西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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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关推进产业结构优化调整 助力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3月 21日，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
举办的发布会上获悉，我省深入推进
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助力推动空气质
量持续改善，产业总体结构和制造业
内部结构明显优化。2021 年—2023
年，全省制造业年均增长 11.4%，高
于规上工业增速 3个百分点，工业战
略性新兴产业年均增长 15.2%，绿色
低碳转型持续加快。

我省将以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为
着力点，统筹推进经济平稳增长与环
境持续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
绿、增长，助力全省空气质量持续改
善。

首先，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
钢铁行业有序推动兼并重组，改造升

级限制类装备，提高先进工艺装备产
能占比。焦化行业加快大型焦化升
级改造项目建设，全面提升节能环保
安全水平。化工行业加快固定床间
歇式气化技术升级改造，开展化工园
区认定工作。有色行业严格执行电
解铝产能置换政策，推广新型稳流保
温铝电解槽等节能减排技术。建材
行业推动水泥熟料企业超低排放改
造，减少污染物排放。

其次，大力培育发展新兴产业。
聚焦破解产业结构偏重的问题，大力
发展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电子信
息、现代消费品、氢能等新兴产业。
做大做强龙头骨干企业，培育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

企业。攻关先进适用技术、“卡脖子”
技术，开发适应市场需求的高端产
品。鼓励企业增品种、提品质、创品
牌，壮大产业规模。积极开展产融对
接活动，加快新旧动能转换，进一步
发挥新兴产业绿色增长引擎作用。

再次，推进产业集群绿色发展。
充分发挥链主企业带动作用，帮助产
业链上下游中小企业找准绿色低碳
转型短板，有计划分步骤组织实施技
术改造。根据专业镇环境承载力，推
动专业镇绿色低碳升级改造。聚焦
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持续推动
示范基地建设提档升级，不断提高土
地集约利用水平和资源能源利用效
率，打造优质产业集群载体。

2025年底前全省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面积比例达30%
发展装配式建筑有利于减少环

境污染，节约资源能源、提升产业的
装备水平，可以说是建筑业绿色发展
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
要一环。《实施方案》中明确，2025 年
底前，全省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面
积比例达 30%。

相比传统现浇方式，采用装配式
可 节 约 木 材 60% ，节 约 水 泥 砂 浆
55%，减少水资源消耗 25%，每平方
米可减少碳排放约 13 公斤，从这一

组数据可以看出，采用装配式能够非
常有效地降低建造过程大气污染、减
少建筑垃圾。

2017年以来，省住建厅贯彻落实
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大力发展装配式
建筑的实施意见》，培育了 25个省级
产业基地，其中 4个被评为国家级产
业基地。截至 2023 年底，全省共建
设装配式建筑约 3773万平方米。

2024 年，《山西省装配式建筑产
业链 2024年行动计划》印发，明确了

今 年 要 做 的 10 项 重 点 工 作 ，力 争
2024 年全省新开工装配式建筑占城
镇新建建筑面积比例达到 27%，工业
总产值 40 亿元以上、营业收入 35 亿
元以上。

明年，省住建厅将根据 2024 年
的发展情况，制订 2025年行动计划，
持续推动基础固链、技术补链，优化
塑链、融合强链，力争新开工装配式
建筑占城镇新建建筑面积比例达到
3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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